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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作为单个实体的市场、企业、家庭的行为等；宏观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经济的总体
运行，例如，投资与消费的决定、中央银行对货币和利率的管理、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
因等。
　　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的问世是微观经济
学诞生的标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的出版，产生了现代意
义上的宏观经济学。
尽管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微观经济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亚当·斯密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不
断地被人们所引用。
尽管宏观经济学已经远远超越了凯恩斯开创性研究的成就，但凯恩斯所提出的许多命题仍然是今天宏
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它所揭示的是经济现象、环境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变动趋
势。
因此，这就要求经济学只有置身于现实世界中，紧跟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活生生
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学科。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如何选择的科学，而编著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同样涉及如何选择的问题。
因此，本书着重于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做一番明晰的介绍。
在叙述的方法上，作为一本导论性的经济学教科书，不是拘泥于烦琐的推导和演绎，而是将复杂深奥
的经济学原理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从而让读者确实感受到如同萨缪尔森所说，“经济学竟然能够如此地意趣盎然”，经济学是一门“激
动人心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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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于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做一番明晰的介绍。
在叙述的方法上，作为一本导论性的经济学教科书，不是拘泥于烦琐的推导和演绎，而是将复杂深奥
的经济学原理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从而让读者确实感受到如同萨缪尔森所说，“经济学竟然能够如此地意趣盎然”，经济学是一门“激
动人心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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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边际效用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以及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1903-1983）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
（1899-1967）创立的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等，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
经济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工业
，如钢铁、汽车、化工等倒退了20～40年，国际贸易量减少了近2／3；农业同样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大批银行倒闭，信用制度陷于崩溃。
大危机的时间持续五年之久，失业人数高达5 000多万人。
这次经济危机是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这些理论主要有：　　（1）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1776）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
的著名原理。
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地去追求个人利益时，社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
利，而政府对自由竞争的干预是有害的。
这也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久远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
　　（2）“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这种说法归于凯恩斯）的萨伊定律（J.B.萨伊，法国
，1767-1832）。
新古典经济学派也继承了这一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或基础。
萨伊在1803年提出，总购买力恰好等于总收入和总支出，供给和需求不会脱节，供求总是一致的，因
而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即使发生经济危机，也不是由经济本身的内生因素而是由非经济的外生因素造
成的。
　　（3）就业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以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定为前提的。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具有完全的灵活性，这保证了产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总是趋于均衡，资源
可以达到充分利用。
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工资也同样具有灵活性，这保证了劳工市场的自动均衡，能够自动消除失业，
达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充分就业的均衡，即使有失业，也是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
除了上述重要理论之外，还有货币理论等。
这些理论都无法对大危机产生的原因等做出解释，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
　　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于1936年出版
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从《通论》出
版开始至60年代称为“凯恩斯革命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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